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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
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向国际社会作出“碳
达峰、碳中和”郑重承诺，在气候雄心峰
会上宣布国家自主贡献一系列新举措，
展现了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的信心和决
心、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责任

担当。
在气候变化挑战面前，人类命运与

共。“十四五”是碳达峰关键期、窗口期。
我们要一手抓“减缓”，一手抓“适应”，打
赢减污降碳这场硬仗，实现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

习近平总书记在 3 月 15 日召开的

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九次会议上强调：实

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

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要把碳达峰、碳

中和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拿出

抓铁有痕的劲头，如期实现 2030 年前

碳达峰、2060 年前碳中和的目标。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对我们这个

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是一场硬仗。

从碳达峰到碳中和，发达国家大体上需

要 50 至 60 年的时间，而我国仅有 30 年

左右的时间。我国“富煤贫油少气”，能

源消费以煤为主，实现碳中和需要非化

石能源比例大幅增加，能源结构的低碳

转型任重道远。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不仅需要国家

攻坚克难的决心，也需要我们每个人脚

踏实地的行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九次

会议提出：“要倡导绿色低碳生活，反对

奢侈浪费，鼓励绿色出行，营造绿色低碳

生活新时尚。”我们可以从点点滴滴的小

事做起，在衣、食、住、行、游等方面，践行

简约适度的生活方式，让绿色低碳生活

成为新时尚。比如，积极参与义务植树

活动，节约用纸减少林木砍伐，购买使用

节能电器、节能环保型汽车等低碳产品，

避免餐饮浪费，夏天把空调温度调高一

些，人走灯灭节约用电，少开车多坐公交

等等。当“绿色达人”受到赞誉、低碳生

活蔚然成风，汇聚而成的绿色潮流，将为

减污降碳提供澎湃动力。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为了一个更安

全、更洁净的美丽家园，让我们齐心协力，

成为环境保护、气候治理行动派，尊重自

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通过实际行动给

地球降温，努力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让绿色低碳生活成为新时尚
刘 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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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湖南省桂阳县天塘山，风力发电机擎天而立。 周秀鱼春摄

图②：安徽省芜湖市繁阳大道，市政工作人员将路灯更换成节能的 LED 灯。

肖本祥摄

图③：青海省共和县塔拉滩绿色产业发展园区，荒漠化土地变身光伏电站。

新华社记者 张 龙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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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年 以 来 ，世 界 不 少 地 区 气 温 如

同坐上过山车，天气“忽冷忽热”，创纪

录 的 寒 潮 、暴 风 雪 和 偏 暖 天 气 频 繁

出现。

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为何频发，怎样

科学应对气候变化，碳达峰、碳中和目

标如何实现？3 月 23 日是世界气象日，

值 此 之 际 ，记 者 就 这 些 问 题 进 行 了

采访。

天气为何频走极端？

根本原因是全球变暖，
气候系统的不稳定性加剧，

“几十年一遇”的极端天气
变得越来越常见

“这天儿真暖和！”2 月 21 日，北京南

郊观象台最高气温攀升到 25.6℃ 。在暖

阳 下 ，一 些 人 脱 下 厚 厚 的 冬 装 拿 在 手

上，穿起了短袖。

石 家 庄 27.3℃ ，郑 州 28.3℃ ，西 安

26.5℃ ，合肥 28.7℃ ……在强大暖气团

和晴空辐射影响下，2 月 19 日至 21 日，

我 国 大 部 地 区 气 温 迅 速 升 高 ，全 国 超

过 25%的 市（县）日 最 高 气 温 突 破 2 月

历 史 最 高 值 ，相 当 于 常 年 5 月 的 气 温

水平。

这样温暖的天气，和此前一个多月

形成很大反差。

1 月 6 日至 8 日，我国中东部大部地

区 遭 遇 强 寒 潮 影 响 ，在 北 京 、河 北 、山

东、山西等地的 50 多个国家级气象观测

站，最低气温达到或突破建站以来最低

纪录。

“不是说全球变暖吗，怎么还会这

样冷飕飕？”北京市大兴区居民严春，刚

到室外就直喊冷。 1 月 7 日，北京南郊

观象台最低气温达-19.6℃ ，创 1966 年 2
月之后最冷气温纪录。

“这种天气忽冷忽热、走极端的现

象 ，在 其 他 国 家 和 地 区 也 出 现 了 。”中

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气候服务首席

专家周兵介绍，1 月上旬，北美大部分

地 区 明 显 偏 暖 ，有 的 地 区 平 均 气 温 比

常年同期偏高超过 10℃ 。但 2 月 13 日

至 17 日，受冬季风暴“乌里”影响，加拿

大 南 部 、美 国 大 部 和 墨 西 哥 北 部 遭 遇

强 寒 流 及 暴 风 雪 ，给 数 百 万 家 庭 带 来

严重灾害。

近期国内外罕见的强沙尘天气袭

来，极冷和极暖天气接踵而至，这是为

什么？

国 家 气 候 中 心 主 任 宋 连 春 表 示 ：

“ 根 本 原 因 是 全 球 变 暖 加 剧 了 气 候 系

统 的 不 稳 定 性 。 全 球 变 暖 会 改 变 全

球 的 大 气 环 流 形 势 ，通 过 海 洋 和 大

气 、陆 地 和 大 气 的 相 互 作 用 影 响 局 地

气候。”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

会（IPCC）评估报告指出，全球变暖导

致一些地区暴雨、洪涝、干旱、台风、高

温热浪、寒潮、沙尘暴等极端天气气候

事件频繁发生，而且强度增大。”宋连春

说，过去“几十年一遇”甚至“百年一遇”

的极端天气气候事件，正变得越来越常

见。大范围极端天气气候事件给生活、

生产带来了严重影响，须高度重视并加

强防范。

“ 近 期 国 内 外 发 生 的 种 种 极 端 天

气，再次向人类敲响警钟——以全球变

暖为主要特征的气候变化，给自然生态

环境和人类经济社会带来了多方面的

影响和风险，是全球面临的最严峻挑战

之一。”周兵表示。

全球变暖原因何在？

人类活动排放温室气
体极有可能是主因。减排
是治本之策，既要提高全社
会气候韧性，也要减缓未来
气候变化

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全球变暖？

IPCC 第五次评估报告指出，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人类活动导致了一半以上

的全球变暖。人类活动排放的二氧化碳

等温室气体，极有可能是造成全球变暖

的主因。

“工业革命以来，人类活动导致大

气中主要温室气体浓度大幅增加。受

新冠肺炎疫情影响，2020 年全球碳排放

有 所 下 降 ，但 气 候 变 暖 的 脚 步 并 未 停

止，气候紧急状态仍在持续，全球洪涝、

干旱、台风、高温热浪、寒潮等极端天气

气候事件频发。”宋连春说。

根据世界气象组织近日发布的气

候声明，2020 年全球平均气温比工业化

前水平高出约 1.2℃ 。2011—2020 年是

有气象记录以来最暖的 10 年。最暖的 6
年都在 2015 年至 2020 年这几年。

科 学 应 对 气 候 变 化 ，要“ 适 应 ”和

“减缓”两手抓。

“适应气候变化是迫在眉睫的应对

举措。”宋连春说，我国气候条件复杂，

生态环境整体脆弱，总体上是一个易受

气候变化影响的国家，必须通过适应手

段加以调整改变，将气候变化带来的负

面影响降到最低。加强气候变化风险

的早期监测预警和评估，提高全社会的

气候韧性，在战略规划制定和政策执行

中充分考虑气候变化因素，是现实和紧

迫的任务。

“在适应气候变化的同时，还要通

过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来减缓未来气候

变化，这是治本之策。”宋连春说。

国际社会 2015 年达成《巴黎协定》，

这是继《京都议定书》后第二份有法律

约束力的全球气候协议，为 2020 年后全

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作出了安排。《巴

黎协定》提出，各缔约方以“自主贡献”

方式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目标是在本世

纪末，将全球平均气温升幅较工业化前

水平控制在 2℃ 之内，并为把升温控制

在 1.5℃ 之内而努力。

IPCC 评估报告指出，要实现把升

温控制在 1.5℃ 之内的目标，到 2030 年，

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需要比 2010 年减

少 40%—60%，到 2050 年二氧化碳的净

排放量为零，即实现碳中和。根据联合

国环境规划署最新发布的报告，目前全

球已有 127 个国家和地区做出了碳中和

承诺。

“如果不管控温室气体排放，全球

气候系统将进一步变暖，进而导致地球

系统丧失恢复力，进入‘热室地球’这一

不稳定状态，全球自然生态系统和人类

社会面临的气候风险加剧。”中国科学

院院士秦大河表示，“针对气候变化带

来的深远影响和潜在风险，全世界急需

迅速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通过发展低碳

清洁能源、增加碳汇以及改变生活方式

等，进一步促进可持续发展。”

如何实现碳达峰、碳中和？

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
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坚定不
移走生态优先、绿色低碳的
高质量发展道路

我国是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

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始终高度重视

应对气候变化。

习近平主席指出，应对气候变化是

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负责

任大国应尽的国际义务，这不是别人要

我们做，而是我们自己要做。

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

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向国际社会作出“碳

达峰、碳中和”郑重承诺，在气候雄心峰

会上宣布国家自主贡献一系列新举措，

展现了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的信心和决

心 、推 动 构 建 人 类 命 运 共 同 体 的 责 任

担当。

“ 十 四 五 ”是 碳 达 峰 关 键 期 、窗 口

期。“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单位国内

生产总值能耗下降 13.5%、单位国内生

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降低 18%的约束性

指 标 ，对 积 极 应 对 气 候 变 化 作 出 全 面

部署。

“十四五”开局之年，各地积极行动

起来，推进绿色发展。2021 年地方政府

工作报告中，“绿色”“低碳”成为热词。

广东提出完善能源消费双控制度，分区

域分行业推动碳排放达峰；北京明确碳

中和时间表、路线图，将推进能源结构

调整和交通、建筑等重点领域节能；浙

江要求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比重提

高到 20.8%，煤电装机占比下降 2 个百

分点。

节能降碳，企业是主体。3 月 11 日，

三峡集团宣布力争 2023 年实现碳达峰，

2040 年实现碳中和。此前，国家电投等

能源企业，以及石油石化、钢铁、节能等

领域的多家企业，相继提出各自的碳达

峰目标。尽早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成

为越来越多企业的共识与自觉行动。

“近年来，我国坚定不移走生态优

先、绿色低碳的高质量发展道路，为实

现 碳 达 峰 、碳 中 和 目 标 奠 定 了 坚 实 基

础。”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

何建坤表示。

“从白炽灯泡到节能灯管，再到现

在的 LED 灯，这些年照明‘鸟枪换炮’，

越来越环保了。”在灯饰城挑选灯具的

山 东 省 平 度 市 居 民 谭 小 军 感 慨 道 。

2011 年，国家发改委等五部委发布“中

国逐步淘汰白炽灯路线图”，由此，白炽

灯逐渐退出人们的视野。通过这一行

动，全国年节电 480 亿千瓦时，相当于减

少 4800 万吨二氧化碳排放。

我国近年来实施家电节能补贴、新

能 源 汽 车 补 贴 ，不 仅 有 效 拉 动 绿 色 消

费，同时引导家电、汽车产业绿色低碳

发 展 。 2020 年 ，新 能 源 汽 车 销 量 超 过

130 万辆，同比增长 10%以上。

中国承诺的碳减排 2020 目标已提

前完成。“十三五”规划要求，单位国内

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降低 17%，非化

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 15%。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合作中

心主任徐华清说：“‘十三五’期间，单位

国 内 生 产 总 值 二 氧 化 碳 排 放 降 低 了

18.8%。 2019 年底，非化石能源占比已

提升至 15.3%，2020 年我国可再生能源

发电装机已达 9.34 亿千瓦。”

如何让更多公众参与？

低碳教育要更务实、更
贴近，进一步提升认知度和
参与度，促进公众消费行为
与自然更友好

应对气候变化，全社会广泛参与不

可或缺。调查发现，公众对气候变化的

认知水平还有待提高。

北京市西城区高二年级学生徐亦

冰，曾以问卷调查形式了解人们对气候

变化的认识。她发现：“虽然很多人了

解全球变暖的基本情况，却不知道极端

天气与气候变化密切相关。许多被调

查者不清楚如何参与应对气候变化的

行动。”

那么，哪些因素导致了公众认知的

不足？

研究机构媒商实验室近期一项研

究显示，某媒体 2020 年与气候变化相关

的报道有 400 篇，整体偏宏观。绿色、发

展、联合国、全球等是高频词，碳排放、

温室气体减排等是核心议题。

“公众对这些宏观议题接受程度有

限，大家更关心的是，气候变化和‘我’

到底有什么关系。”媒商实验室首席专

家、中国传媒大学媒介素养教学与研究

中心副主任李颖认为。

“有必要让公众对气候变化的认知

更加全面、准确。更重要的是，要让公

众的消费观与自然更友好，并将这些正

确认识转化为实际行动。”公众与环境

研究中心主任马军说。

浙 江 省 淳 安 县 下 姜 村 ，有 一 家 叫

“麦浪”的民宿。游客离店前，扫扫二维

码就能知道自己住店期间的能耗和排

名，节能效果显著的，还能获得住店优

惠。这项活动名为“低碳入住计划”，参

与的酒店不仅美誉度有所提升，也赢得

了不少回头客。

“贴近公众，让公众有成就感，还能

获得实在的奖励，有效调动参与的积极

性，这是引导公众积极投身绿色低碳行

动的关键。”中国气候传播项目中心主

任、广西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郑保

卫教授说。

“简约生活、参与低碳行动，普通百

姓其实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光盘行动、

垃圾分类、节能节水、选择绿色产品等

等 。”郑 保 卫 说 ，关 键 在 于 真 正 行 动 起

来，在于日复一日的坚持，这正是公众

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要义。

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为何频发？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如何实现？在世界气象日之际记者进行了采访

应对气候走极端 降碳按下快进键
本报记者 刘 毅 孙秀艳


